
2012年 4月 10-13日 佛山 

《兒童粵劇創作與市場保育發展研討會》 

暨香港「查篤撐」兒童粵劇創作展演 

 

專家學者意見 

1)「我對馬老師表示深深的敬意…小朋友表演精彩」         廣州市文學藝術界聯會倪惠英副主席 

2)「將香港好的東西帶進內地…」                               國家一級演員 郭鳳女小姐 

3) 「寓教於樂，將民族高雅古樸藝術生活化地體現於舞台上…」  

                                            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南國紅豆》編輯 余楚杏 

4) 「查篤撐孩子德智體群茁壯成長…」            國家一級編劇、廣東粵劇工作者聯會 何篤忠副會長 

5) 「昨日給我機會學習，這真是天賜的機會, 我四代都是做粵劇，但不夠馬老師的創意, 能捉摸到 

   4-12歲小朋友的心理, 我衷心讚賞…我對查篤撐的大封相真是有感, 它精裝、簡易、把大封相 

   立體化」                                                     廣東八和會館 葉兆柏名譽副會長 

6)「非精品的精品，查篤撐是藝術、育人工程…」                中國曲藝家協會馮德根先生 

7)「觀看查篤撐演出後, 我覺得好值得讓娃娃從幼兒開始感受粵劇…」 

羅村中心幼兒園何婉彬園長 

8) 「是先有粵劇的審美追求，還是先有粵劇的展示者？ 沒有觀眾就沒有市場，都不能

養活這個藝術。香港「查篤撐」播下了對粵劇認知的種子。這批觀眾存在，粵劇就必然

存在。」  

                     佛山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專家委員 梁國澄 (節錄自「佛山新聞綜合頻道"經歷"節目-細路哥查篤撐」 

 



活動相片 

 

 

  

《月亮姐姐睡何鄉》演出劇照 

 

 

 

 



 

《點解點解大封相》演出劇照 

 

 

 

 

 

 

《落難三眼小神仙》演出劇照 

  



 

 

 

 

羅村幼兒園交流 

    

 

 

小朋友於演出後圍座一起作檢討及分享，珀祺當眾向媽媽道歉並承諾以後會乖乖, 媽媽抱

住女兒, 心都甜晒！ 



首次佛首次佛首次佛首次佛、、、、穗穗穗穗、、、、港港港港、、、、深四地儿童粤剧创作与粤剧深四地儿童粤剧创作与粤剧深四地儿童粤剧创作与粤剧深四地儿童粤剧创作与粤剧市场保育发展研讨市场保育发展研讨市场保育发展研讨市场保育发展研讨

会在佛山举行会在佛山举行会在佛山举行会在佛山举行 

  2012年 4月  历经多年筹划的首次佛、穗、港、深四地儿童粤剧创作与粤剧市场保育发展研讨会暨香港查笃撑儿童粤剧创作展演。在佛山市艺木创作院及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引荐下,由佛山市艺木创作院和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策划统筹,在佛山红星影剧院, 南海区罗村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于 2012年 4月 10至 13日在地处城乡结合部的罗村影剧院、红星影剧院联星影城顺利举行。 在各地的积极参与下，4月 12日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梅晓、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广州市文联专职主席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惠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郭凤女、广东省粤剧工作者联谊会秘书长著名粤剧编导何笃忠、佛山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廖之春、文广新局艺术科科长陈忠民、副科长谭建明、国家一级编剧佛山市艺术创作院院长尹洪波、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关宏、专家梁国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长崔颂明、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主持梁锦江、粤剧名丑叶兆柏、香港查笃撑儿童粤剧协会主席马曼霞、深圳编剧家萧柱荣、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院编剧余楚杏、佛山编剧家李悦强、冯炯坚、佛山粤剧前辈梁国锐、冯德根及佛山红星影剧院、罗村街道党委、文化站的领导和香港查笃撑家长代表、佛山各区中小学文艺科目教师代表和文化工作者、文化志愿者近百人出席了在联星影城举行的研讨会。 。

 



 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 

 研讨会从儿童粤剧创作入手，针对粤剧市场保育发展的需要，总结、归纳了当前儿童粤剧编导、培育的三大模式。佛山市南海区文化馆郑艳芬副馆长、佛山市禅城区文化馆刘佩英副馆长、南海区大沥兴贤村新起点粤剧培训基地陈小刀老师、香港“查笃撑”儿童粤剧协会马曼霞主席分别就儿童粤剧现行的精品打造、功夫路线、儿童群戏三种做法展开积极的交流和碰撞。香港“查笃撑”儿童粤剧协会《以粵剧为工具 借舞台作教室》投影式工作分享，介绍了“查笃撑”儿童粤剧协会十年来在香港采取跨校际的方式，把香港各区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的学生、家长、教师、校长组成庞大的互动体系，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高度，以粤剧学习、排练、演出的形式，利用汉字、方言、风俗、成语、民间故事等元素，编演适合儿童参与的儿歌和四套儿童题材的长剧。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推广传承中，形成传统文化寓教于乐的，提升少儿综合素质的崭新模式。对岭南文化在香港社会的保存和粤剧观众在香港现代社会的培养，形成一个成功的范例。其做法在幼儿、学生及其家长当中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应。倪惠英、郭凤女、何笃忠等粤剧名家直呼有趣并饶有兴致地笔录了马曼霞老师一个多小时介绍的全过程。一致认同我们不一定要把小朋友都培养成大老倌，但可以通过适合儿童兴趣的方法，为粤剧培养未来的观众。 下午，倪惠英、郭凤女、何笃忠等粤剧名家及与会嘉宾和佛山一小、西樵一小等近 300学生、教师一道、认真观摩了香港“查笃撑”《月亮姐姐睡何乡》之《反斗睡房》、《点解点解大封相》之《大封相》、大沥兴贤新起点粤剧培训基地《三叉口》、《踢枪》，南海区西樵一小《军民鱼水情》《十八棵青松》等儿童粤剧折子戏示范。对三种类型的儿童粤剧创编演出大加赞赏。倪惠英、郭凤女、何笃忠等粤剧名家即席发表了热情扬溢的讲话。又在晚上再观摩了香港“查笃撑” 儿童粤剧《落难三眼小神仙》全本示范。因为是本次展演的最后一场演出，观众拖儿带女在场外排队等位入场的情景引起专家们的诸多感概。 







  

 

 



4月 13日上午，十多位专家和内地、香港的市民、教师、家长代表及佛山大学的学生代表几十人就深圳、广州、香港、佛山四地的儿童粤剧创作与粤剧市场保育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研讨。大家一致认为粤剧的存在和发展，确实与广州话语系九个声调的特点密切相关，与广州方言的存在和发展密切相关，与广东人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是广东本土文化的一项核心课题。佛山作为粤剧的发源地，与广州、深圳等兄弟城市一道，为粤剧的传承发展做过很多工作。尤其南海、禅城、顺德、三水、高明五区均在儿童粤剧教育中做过大量有益的探索。如何走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子，如何形成一个粤剧传承的长效机制，是当前粤剧发展的一大难题。香港同样作为粤语地区，同时又是有过殖民经历的东西文化交融的典型地区，其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利用作出很多成功的探索。四地文化部门应该联合教育部门，学习香港把戏曲象唐诗宋词一样推广到中小学的常规教学。培养演员和培养认知粤剧的观众同等重要，否则这一本土文化的核心课题就会被误为小众艺术。香港查笃撑的儿童粤剧创作，选择把十个小时放在十个小朋友身上，是佛山市艺木创作院及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专家，经过十年关注和考察确认的粤剧市场保育的有效方式。要将优秀的文化遗传作用于新时代，香港的经验可以成为内地拓宽思路的学习典范。深圳编剧家萧柱荣、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院编剧余楚杏、粤剧名家叶兆柏等均就深圳、广州儿童粤剧创作推广作了专题发言。原香港新华社文体部崔颂明部长比铰了香港和内地儿童粤剧推广做法的异同。内地、香港专家和几十位代表发言欲罢不能，高潮迭起。接近中午一时许，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关宏就佛、穗、深、港四地儿童粤剧创作与粤剧市场保育发展研讨会作了总结发言。首次佛、穗、港、深四地儿童粤剧创作与粤剧市场保育发展研讨会，在针对未来观众特点进行粤剧市场保育的共识中完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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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广州市文联专职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倪惠英老师在与佛山相关专家谈话中多次强调，希望以此为契机，形成四地儿童粤剧创编更多的交流和合作。南海罗村中心幼儿园当即要求在幼儿园建立罗村街道幼儿粤剧实验基地。 



为配合研讨活动，南海西樵一小、南海大沥兴贤新起点粤剧培训基地积极参与示范。香港“查笃撑”儿童粤剧协会在学员中抽出 17名有假期的 4至 12岁的小朋友，在家长、义工和工作人员的组织、陪同下，在佛山自费进行了连续三天四场的儿童粤剧创作专场演出，并在罗村中心幼儿园举行了第一次幼儿粤剧工作坊。引起传媒和观众的高度关注。省市电台、电视台和各大报纸、网站都对这个粤剧推广的新鲜概念，以显要篇幅进行了跟综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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